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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马金莲在《长河》中，以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为线索，

将一系列死亡事件串联。春夏秋冬不仅意味着时间的流

逝和演变，也是四个死亡事件的见证者、作者情感历程

的发声者。通过季节的演变，作者逐渐豁然了死亡的悲

伤，领悟了死亡的真谛，展现了回族人独特的死亡观，

从此岸生命的坎坷无常审视彼岸灵魂的安宁，又从彼岸

无言的大美中看待此岸的离合悲欢。

一、真主前定与灵魂搭救的死亡观

回族人相信，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肉体沟

通灵魂的桥梁、是现世向后世的过渡，是真主的安排和

赏赐。因此，《长河》里的回族人处处体现着真主前定与

灵魂搭救的死亡观。

1. 真主前定

真主前定是伊斯兰教的信仰之一。真主，在穆斯林

看来，是创造世间万物的唯一主宰，是决定人生死的最

高权威。真主前定则认为人的生老病死是由真主决定的，

人作为瘦弱的个体是无法改变的，只能静静的做好准备。

在《长河》中，母亲虽然病入膏肓，但她对死亡却

变得坦然。“真主的口唤到了，我就走，我高高兴兴地

走，剩下你们好好儿活着。”弥留之际，母亲对家人说

了这最后一句话，接着就大声朗诵清真言，直至咽下最

后一口气。作为穆斯林，母亲始终相信，这是真主早就

给她的安排，是对她最好的恩赐，即使半生没有自由的

身躯，但她有自由的灵魂。穆萨爷爷一生虽然过得清贫，

但他一直恪守穆斯林的信仰，坚守做人的原则，帮助了许

多孤单弱小的人。因而他在晚年儿孙满堂，乐享天伦，不

像伊哈生命无常、不像素福叶命运坎坷，也不像母亲饱受

病痛折磨，他是尽享晚年，寿终正寝的，这便是真主最好

的安排，奖励他一生勤劳朴实、纯真善良、恪守正道。

2. 灵魂搭救

回族人相信，人死后，灵魂会永恒存在，但灵魂会

归向何处，需要真主根据亡人生前行为进行审判，人格

高尚、品行端正的人会得到真主的赏赐去往美丽的天堂，

品行低下、人格低劣的人会得到真主的惩罚去往黑暗的

地狱。 

因此，家人要通过念“热苏”（回族人祭奠亡人的

重要形式）进行灵魂搭救，让亡人在真主审判时能减少

罪恶，完善人格，获得好的恩赐。《长河》中，在将穆萨

爷爷埋葬后，家人会在重要节日，宰上牲灵、炸上油香、

请来阿訇，念篇完整的《古兰经》，儿孙们去墓地拜谒，

清理杂草，这样就完成了一个苏热，穆萨爷爷的灵魂就

能得到搭救，获得真主好的审判。和家底厚实的穆萨爷

爷相比，家境贫寒的伊哈则拮据许多。但如果不念热苏，

伊哈的灵魂就不会获得好归宿。因此，只能由马乡老带

头，向村里人募捐些清油和白面，去帮助伊哈家，哪怕

只完成一次热苏。

二、薄葬而平等的死亡观

和其他民族一样，回族人也有自己的丧葬传统，但

回族人的丧葬处处体现着薄葬而平等的特点。因为在他

们看来，形式虚无缥缈，祭奠亡人，必须追逐精神世界

的丰盈。

1. 薄葬

薄葬是回族丧葬的重要教规。因为在穆斯林看来，

一个人如果生前没有良好的品行和崇高的信仰，即使死

后财富满地也难以救赎。在《长河》中，伊哈无常（回

族人对死亡的别称）时，都没有像样的葬礼，就只借个

新毛毡裹起来下葬；素福叶无常时，就简单用白洋布包

裹着；穆萨爷爷下葬时，就躺在一扇门板床上，身上裹

着一层白孝布。纵观他们的葬礼，没有隆重的仪式，没

有奢侈的陪葬，处处体现着薄葬传统。

回族推崇土葬，但与汉族“入土为安”的理念不同，

回族认为人是从泥土中来，也必将从泥土中而去，只有

芬芳的泥土才能清洗人的前生罪恶。另一方面，土葬简

由《长河》看回族人的死亡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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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易操作、省时省力，最能体现回族人的薄葬传统。

因此，伊哈、素福叶、母亲以及穆萨爷爷，都采用的土

葬，都是以最简单的形式将最尊敬的人下葬，并祈祷得

到最好的归宿。

2. 平等

平等也是回族丧葬的重要教规。首先，死亡观念

平等。回族人始终相信，死亡面前人人平等，不存在

三六九等、高低贵贱的差别，都是平等的接近真主，都

会受到平等的审判。其次，丧葬形式平等。即都用白色

孝布或毛毡包裹下葬，一样的坟墓，一样的大小，一样

的深浅，一样的坟堆高度，没有陪葬品，不刻碑纪念。

最后，祭奠方式平等。前章谈到，生者会念“热苏”，对

死者进行灵魂搭救。其实这也是祭奠方式，用以怀念亡

人、告慰生者，任何人都要进行，因为这样才能抑制死

亡的悲伤。因此，不管是意外死亡的伊哈、罹患疾病的

素福叶、身体瘫痪的母亲还是寿终正寝的穆萨爷爷，虽

然他们人生轨迹各不相同，但是在死亡的时候一律平等。

三、洁净而崇高的死亡观

在马金莲的笔下，死亡不是忌讳的话题，而成为了

民族文化、民族性格、民族信仰的折射，因为死亡洁净

而崇高。

1. 洁净

回族崇拜白色，因为白色干净、纯洁，最能代表回

族人的性格和信仰。在《长河》中，伊哈无常时需要崭

新的毡子包裹；素福叶下葬时，马乡老用白布将素福叶

包裹；穆萨爷爷下葬时，身上裹着一层白孝布。白布包

裹有着两层意思，一是希望死者干干净净的走，不带走

任何伤感痛楚，二是表达对死者的祝愿，希望他们在真

主面前洁白无瑕，获得好的恩赐。

母亲和穆萨爷爷无常时，大雪纷飞。这冰清玉洁、

洁白无瑕的雪，不正是母亲和穆萨爷爷的真实写照？母

亲虽然疾病缠绕、但她能相夫教子、勤俭持家；穆萨爷

爷品行端正、淳朴善良，对人亲切友爱。另一方面，这

场雪会清洗母亲和穆萨爷爷生前的悲伤和遗憾，在新的

洗礼中将他们带到另一方纯净美丽的世界。

2. 崇高

经历了伊哈、素福叶、母亲和穆萨爷爷的无常后，

作者逐渐明白了回族人在死亡面前的展现的崇高。

第一，死亡面前体现人性的善良。《长河》中，村里

人集体送葬，怀着崇高的敬意，大家各司其职，送亡人

走好最后一程，这是睦邻友好、尊敬死者的善良；儿子

伊哈，给年迈的父母打井的而意外身亡，这是孝敬父母、

体恤双亲的善良；母亲瘫痪时说起让父亲再娶的话，这

是夫妻之间深情厚谊；饥荒的年代，穆萨爷爷接济乡人，

这是宽厚仁义的博爱。在死亡面前，人人都践行着人性

的善良，谱写着浓浓的大爱。

第二，死亡面前折射宗教的信仰。作者生活的地方

地理环境较差、生态脆弱，这里的人们生活艰苦，是虔

诚宗教信仰给了他们精神上的慰藉，给了他们面对苦难

生活的智慧和力量。母亲离开的时候，跪在炕头，念着

《古兰经》，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因为她相信“这是真

主的口唤到了。”于是她可以平静的等待死亡、迎接死

亡、话别死亡。

四、结语

死亡究竟是什么样呢？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说：“死

并非生的对立面，死潜伏在我们的生之中，我们仅仅是

通过生而培育了死”。西方存在主义大哲马丁·海德格尔

在穿越荆棘丛生的密林时虽然恐惧死亡，但不逃避死亡，

他提醒人们要清醒地认识死亡，直面死亡，向死而生。

《长河》何尝不是这样呢？马金莲以细腻的笔触描

写了回族人面对死亡时的态度，既展现了他们面对死亡

时的悲伤、个体的无助、生命的脆弱，也展现了他们面

对死亡时的坚韧、强大。因此，死亡不再是冰冷的话题，

它渐渐的有了温度和光芒。这不仅是宗教文化的缩影，

更是民族的长久积淀，对于我们研究民族文化，丰富文

化多样性有着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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